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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豆莢螟 (Maruca vitrata (F.)) 屬鱗翅目

螟蛾科 (Lepidoptera: Pyralidae)，主要分佈

於亞洲、太平洋上許多小島及非洲(Barrion et

al., 1987；Booker, 1963)。在台灣以往文獻

如 Lee (1965)，Chang and Chen (1989) 及

Liao and Lin (2000) 均 使 用 同 種 異 名

(synonym) 之 M. testulalis (Geyer, 1832)。

事實上，按國際命名法規規定，一般以引用

最早定名的物種種名才是正確的。Heppner

and Inoue (1992) 認為分佈於台灣之豆莢螟

應為 M. vitrata (Fabricius, 1787)。豆莢螟

之寄主植物包括豆科、胡麻科、含羞草科、

蘇木科及錦葵科等 5 科 20 屬 35 種作物

(Akinfenwa, 1975; Ke et al., 1985; Taylor,

1978)。

　　由於豆類蔬菜屬連續採收之作物，採收

期長達 1 至 2 個月。在此期間，初齡幼蟲喜

咬食嫩葉、莖及花器，被害花蕾易掉落，且

會吐絲綴結葉片、花與豆莢，並藏匿於其中

取食。2 至 3 齡時幼蟲轉而蛀入豆莢侵害種

仁，影響作物產量與品質甚鉅。老熟幼蟲會

爬出豆莢外，於枝葉間或地表處吐絲結繭化

蛹 (Akinfenwa, 1975; Saxena, 1978; Ke et

al., 1985; Chang and Chen, 1989)。

　　在台灣，豆莢螟全年發生，但以 10 月至

翌年 4 月發生密度較高，主要為害菜豆、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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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報導豆莢螟 Maruca vitrata (F.) 在實驗室內之羽化、交尾與產卵行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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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及毛豆等作物。夏季間室溫下飼育，其卵、

幼蟲及蛹期分別為 4 至 5 日、20至 24 日及

4 至 7 日。豆莢螟完成一世代約需 32 至 40

日(Chang and Chen, 1989)。目前農民為防

治豆莢螟等害蟲，經常噴佈廣效及殘效性之

化學藥劑，除了導致生產成本增加外，並使

天敵遭受毒殺，害蟲產生抗藥性且收穫之農

作物有殘留農藥之疑慮及環境污染等問題。

　　近年來，該蟲在台灣普遍發生在夏季第

一 期 水 稻 收 穫 後 栽 培 之 田 菁 (Sesbania

cannabina) 綠肥作物上。然而檢閱國內外文

獻顯示，田菁尚未被記錄為該蟲之寄主植物。

有關豆莢螟之研究，台灣過去已有化學藥劑

防治試驗 (Lee, 1965; Liao and Lin, 2000)

與室內蘇力菌品系之藥劑篩選評估 (AVRDC,

1995, 1996)，田間族群發生調查與生活史觀

察之報告 (Chang and Chen, 1989; Liao and

Lin, 2000)。但有關豆莢螟在田菁上之生物特

性，迄今尚付闕如。然因該蟲在國內外為害

作物種類、管理措施、地區性及發生年代均

不相同。因此，為配合田間田菁上該幼蟲族

群變動的模式，及因應將來該蟲性費洛蒙的

研發，乃觀察該成蟲之生活習性及行為，俾

供將來對該蟲更有效管理策略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2000 年 6月中旬至 8 月初之間，在嘉義

縣水上鄉選擇面積約一分地，自播種後 30 日

之田菁田，每週逢機剪取梢部 50 cm 植株共

150 株，攜回試驗室鏡檢觀察，依 Ke et al.

(1985) 以頭殼寬度及體長大小之方法判別齡

期。且在室內 27±1℃，83±6%R.H.，13.5L :

10.5D 之條件，飼育採自田間綠肥作物田菁

上的幼蟲，各別置於墊有濾紙之塑膠培養皿

(直徑 5 cm) 內，每日餵飼及更換新鮮之田菁

幼嫩小葉，視情況酌量滴加蒸餾水於其中，

直到老熟幼蟲結繭化蛹。選擇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先收集之 34 個繭蛹，每 2 小時觀察一

次，觀察並記錄各時段羽化之雌、雄蛾數，

連續觀察 1 個月。在 2 個月中，計收集老熟

幼蟲 231 隻，從雌、雄蛾每日羽化數，再整

理成每半個月累積羽化數，分析性比。

　　羽化後成蟲，觀察其腹部末端有灰黑色

毛叢者為雄蟲，較肥大且呈圓筒形者為雌蟲

(Ke et al. 1985)。此時將羽化當日未交尾之

雌、雄蛾各 5 隻，收集於罩有砂布的塑膠質

透明圓柱形容器 (直徑 15 cm、高30 cm) 中，

且放入播種後三週的田菁 (株高約 25 cm) 3

棵，置於外包覆有鋁鉑紙之盛滿水的玻璃三

角瓶 (60 ml) 內，容器內並置浸潤 10% 蜂蜜

海綿塊，供成蟲吸食、棲息及產卵，且觀察

其交尾開始及終止時刻，夜間時則開啟 5 lux

之紅色燈光繼續觀察，並記錄成蟲產卵數至

供試蟲死亡為止。本試驗具 10重複。

結　　果

一、羽化日週期

　　豆莢螟在光週期 13.5L : 10.5D 連續 1

個月觀察，雌、雄蛾羽化時刻結果如圖一所

示。雌蛾約在每日日出後之 05:00-07:00 羽

化；而雄蛾則在 09:00-11:00開始羽化，亦即

雌蛾較雄蛾提前 4 小時羽化。雌蛾羽化高峰

為 03:00-05:00，而雄蛾為 13:00-15:00，兩

者相差 10 小時。由累積羽化率得知，雌蛾於

光週期 13.5 小時條件下，有 45% 在晝日羽

化 (05:00-09:00及 13:00-18:45)，其餘55% 之

雌蛾則於夜晚及凌晨至黎明 (19:00-21:00 及

01:00-05:00) 羽化。雄蛾有 69% 集中於晝日

羽化 (09:00-18:45)，31% 之雄蛾於夜晚至黎

明羽化 (23:0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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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驗之供試蟲源係野外所採集者，由

田間幼蟲族群齡期結構分佈得知，該蟲世代

重疊現象頗為明顯，加上田間所採集的幼蟲

被小繭蜂科之 Apanteles taragamae、姬蜂

科之 Trichomma sp.及寄生蠅科之二種寄生

蠅寄生情形普遍 (未發表資料 )，因此不易於

數日內蒐集足夠之同齡個體。故將蒐集到之

231 隻供試蛹之羽化觀察期延長為兩個月，

此期間間隔 2 週之羽化成蟲中雌蟲佔全體族

群之 0.75、0.47、0.71、0.44 及 0.52 (表一)，

羽化的雌蛾數量有逐漸降低之趨勢。

二、交尾習性

　　1.交尾前期與交尾行為

　　一及二日齡之成蟲，在室內無論晝夜大

部分的時間均棲息於透明塑膠容器壁上，呈

表一　豆莢螟二個內羽化之性比
Table 1.  Sex ratio of Maruca vitrata adult emerged within two months (n=231)

No .  o f  m o t h  eme r g e d
Da t e s

f ema l e ma l e
%  ♀

Jun e  2 5 - 3 0
Ju l y  0 1 - 1 5
Ju l y  1 6 - 3 1
Augu s t  0 1 - 1 5
Augu s t  1 6 - 2 5

3
1 4
5
7 0
1 6

1
1 6
2
8 9
1 5

0 . 7 5
0 . 4 7
0 . 7 1
0 . 4 4
0 . 5 2

T o t a l 1 0 8 1 2 3 0 . 4 9

圖一   豆莢螟羽化日週期。
Fig.  1  Da i l y  per iod ism o f  the  emergence o f  Maruca v i t r a t a adu l 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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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止不動。唯自第 3 日齡開始，成蟲大多於

夜晚活動，尤以 21時至翌日清晨 06:50之間，

最為活躍。被驚擾之成蟲個體，即垂直向上

飛離。未受干擾之雌蛾入夜後其體軀緊貼塑

膠壁呈平行狀，並輕展翅膀，上下振動，腹

部末端微向上彎曲，此可能為釋出性費洛蒙

之行為。然後雄蛾也開始迅速擺動觸角，振

動其翅膀，且於雌蛾身旁不時的跳躍、飛翔

或停留。同時以觸角或身體碰觸雌蛾，然後

再伸出交尾器與雌蛾平行排列進行交尾，爾

後二者體軀呈靜止狀態，直至交尾結束為止。

在 50 對供試蟲中，雌蛾交尾前期最長者 5.5

日，最短者2.5日，平均交尾前期為 3.8日 (表

二)。

　　2.交尾時刻與交尾持續時間

　　成蟲於入夜後即開始顯現其求偶行為。

自夜晚 21:00開始至 23:00 間，50 對供試蟲

中僅有 3對交尾，佔 6%；24:00至 05:30間，

交尾者共有 11 對，佔 22%；其餘 72% 則未

見其交尾。在 14 對交尾成蟲中，第 2 日齡以

後交尾者有 2 對；第 3 日齡以後交尾者有 5

對；第 4 日齡及第 5 日齡以後交尾者，分別

有 3 對與 1 對。經初步觀察雌、雄蛾一生當

中僅交尾 1 次。而在 06:50 以後，其活動又

呈停滯狀態，因此該成蟲有晝伏夜出活動的

習性。再者，在室內觀察 14 對之交尾成蟲，

持續時間最長有超過 150 分鐘，最短者則僅

約 10 分鐘，平均為 44.4±34.3 (x-±SD) 分鐘

(n=14)。其中以第 3 至 4 日齡之交尾持續時

間較久，約 30至 150 分鐘，同時亦知交尾持

續時間隨交尾開始時刻之不同而異，愈接近

黎明，交尾時間有愈短之趨勢。

三、產卵前期、產卵期、產卵量及壽命

　　豆莢螟成蟲的產卵前期最長者 6 日，最

短者 3 日，平均為 4.5±1.0 (x-±SD) 日。雌

蛾自羽化後之第 3 日開始產卵至第 8 日 (圖

二)，而產卵期為 4 日者佔總數之 55%，平均

為 3.4 日 (表二)。從試驗觀察中得知，雌蛾

大多在午夜至翌日清晨活動高峰時段產卵，

且多產卵於田菁羽狀複葉之各小葉之葉背。

初產的卵粒略為扁平橢圓形，呈乳白色，偶

見產下 2至 3粒卵互為重疊的現象。

　　交尾雌蛾平均每日產卵量如圖二所示，

每隻雌蛾一日產卵數為 11.2±9.7 (x-±SD)

粒，其中以第 4 日齡在一日之內平均產卵 31

粒最多；一生平均產卵總數為 67 粒。產卵盛

期為第 4 至 6 日齡，此期間之產卵總數佔總

產卵量的 82%，其累積產卵百分率介於 54-

90%，至第 8日齡時達 100%。

　　由表二得知，交尾成蟲壽命，雌蛾最長

者 15 日，最短者 4.5 日，平均為 9.0 日；雄

蛾最長者 13日，最短者 3日，平均為 7.9日。

表二　豆莢螟成蟲之交尾前期、產卵前期、產卵期及壽命
Table 2.  The premating period, preovipositoin period, ovipositoin period and longevity of Maruca vitrata adult s

　　　　I t em n
Du r a t i o n  ( d a y s )

(x-±SD)

P r ema t i n g  p e r i o d
P r e o v i p o s i t i o n  p e r i o d
Ov ipo s i t i on  p e r i o d
L ong e v i t y  o f  ma t e d  ma l e s
L ong e v i t y  o f  ma t e d  f ema l e s

1 2
1 0
 9
5 0
5 0

3 . 8± 0 . 9
4 . 5± 1 . 0
3 . 4± 0 . 7
7 . 9± 2 . 0
9 . 0± 2 . 6

1) Adu l t s  we r e  p a i r e d  r i gh t  a f t e r  eme rg en c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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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Okeyo-Owuor and Ochieng (1981) 指

出在非洲肯亞，室內 24±4.9℃，50-80%R.H.

之條件下觀察，豆莢螟約有 68% 成蟲在夜晚

20：00至 23：00時段羽化。而Ke et al. (1985)

在中國杭州室內觀察，發現雌、雄蛾晝夜皆

可羽化，其中有 53% 集中於夜晚至凌晨，即

21:00 至 01:00 羽化。此與本試驗之成蟲於晝

夜皆可羽化，且有 55% 之雌蛾及 31% 之雄

蛾在夜間羽化結果大致上相近。唯在國外地

區試驗之溫、濕度及光週期等條件不盡相同，

如此均可能改變羽化日週期的結果。再者，

從豆莢螟族群中雌蛾較雄蛾每日羽化高峰相

差 10 小時，顯然雌性較雄性成蟲有較早羽化

之趨勢。

　　豆莢螟成蟲有晝伏夜出的活動習性，但

Akinfenwa (1975) 報導成蟲之趨光性弱，活

動時間為 18:40至 00:45，其活動高峰在 20:00

至 21:00 之時段，如此與本試驗成蟲活動時

間相差近 4 小時。而據 Okeyo-Owuor and

Ochieng (1981) 成蟲活動時間為 18:00 至翌

日清晨 05:30 及 06:30 之間，此與本試驗相

較，活動時間較長且提前 3 小時左右。參據

Chang and Chen (1989) 在台灣中部地區室

內觀察，成蟲活動時間集中於 18:00-21:00之

間，較本試驗活動時間縮短 7 小時。此可能

供試蟲為不同種或地區性生態條件 (如溫度、

光週期) 影響有關。另據 Ke et al. (1985) 指

出豆莢螟交尾持續時間約 1 小時，其比本試

驗之成蟲交尾持續時間平均為 44.4 分鐘略

長，又每一對雌、雄蛾之交尾時間長短有明

顯差距，目前已知與雌、雄蛾日齡、光週期

之不同及其他個體在交尾容器中互為干擾有

關。但有 36 對成蟲在試驗期間未見交尾，是

否為觀察干擾或其他原因所致，仍待探討。

圖二   豆莢螟每日及累積產卵量。
Fig.  2  Da i l y  and  cumu la t i ve  fecund i t y  o f  Maruca v i t r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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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 Ochieng et al. (1981) 之報告，在非

洲之奈及利亞及肯亞地區室內以豇豆苗測定

結果顯示，成蟲產卵前期約 1 至 2 日，產卵

期為羽化後之第 3至 7日。而Ke et al. (1985)

也報告在中國浙江室內，以四季豆鮮花、豆

莢飼育幼蟲，成蟲則置放於果醬瓶容器內，

且以 25% 葡萄溶液餵飼，測定雌蟲產卵前期

為 3至4日，產卵期為羽化後之第1至 12日，

而約有 55% 雌蛾之產卵盛期為羽化後之第 6

至 8日，此等結果與本試驗比較大致上相同。

然在非洲地區測定與本試驗比較顯示，雌蛾

產卵前期較短，而在中國杭州測定該雌蛾產

卵盛期，則有延後 2 日之情形。又由本試驗

結果得知，產卵數多寡與雌蛾羽化日齡有關，

即隨著羽化日齡之增加，其生殖力會逐漸降

低。

　　參據 Ochieng et al. (1981) 之報告，以

葡萄糖溶液 10%、蔗糖溶液 10%、蜂蜜溶液20%

及酪蛋白溶液餵飼成蟲之結果，每隻雌蛾一

生產卵數分別為 36.6、16.0、13.5及 0.13粒，

顯示以 10% 葡萄糖溶液較其他溶液餵飼成

蟲，可以增加產卵量，但以酪蛋白溶液餵飼

成蟲反而抑制其生產力。Ke et al. (1985) 供

試 25% 葡萄糖溶液，則每隻雌蛾一生平均可

產 84.7 粒卵。因此，就本試驗飼育幼蟲至成

蟲期產卵，供試的材料為田菁苗與 10% 蜂蜜

溶液，再與前人試驗所供試的豇豆葉、花與10%

葡萄糖等不同溶液，及四季豆或長豇豆之鮮

花、豆莢與25% 葡萄糖溶液之不同條件比較，

單隻雌蛾每日平均產卵數及一生平均總卵數

均以 25% 葡萄糖溶液餵飼成蟲的產卵量最

高。然據 Onyango and Ochieng-Oedero

(1993) 之報告，在室內 25 至 30℃、光週期

12 小時條件下，以大豆粉、豇豆粉為主成份

之半合成人工飼料飼育結果，每隻雌蛾一生

總產卵數為 294 粒，平均為 186.9 粒，顯然

以人工飼料餵飼者，每隻雌蛾平均總產卵數

較以天然飼料 (田菁) 餵飼者增加 4.4倍。

　　本試驗雌蛾之壽命一般較雄蛾為長。

Lalasangi (1988) 在印度地區室內，以豇豆

苗飼育幼蟲，雌蛾壽命為 9 至 12 日，雄蛾壽

命為 8至 12日。Chang and Chen (1989) 在

台灣中部地區室內，以菜豆及萊豆豆莢飼育

幼蟲，雌蛾壽命為 2.9至 3.3 日，雄蛾壽命為

2.6 至 3.2 日，均與本試驗結果相異。然據

Ochieng et al. (1981) 在非洲肯亞地區室內

觀察，幼蟲期以豇豆花進行飼育，成蟲期則

以 10% 蔗糖溶液餵飼結果，雌蛾壽命為 7.7

日，雄蛾壽命為 9.5 日，顯然與本試驗結果

略為相近，亦即雄蛾壽命較雌蛾長。由上述

資料就成蟲壽命長短，與地區性及幼蟲期餵

飼天然植物間之不同而差異甚大。另據

Onyango and Ochieng-Oedero (1993) 之報

告，在室內 25至 30℃、光週期 12 小時條件

下，以大豆粉、豇豆粉為主成份之半合成人

工飼料飼育結果，雌蛾壽命為 13.3 日，雄蛾

壽命為 10.9 日。因此以人工飼料餵飼者，亦

是雌蛾壽命較雄蛾長，且相較於以天然飼料

餵飼者，壽命則可提高 8至 10日左右。

　　綜合以上資料，豆莢螟成蟲有晝伏夜出

活動之習性，以及雄蛾自羽化後之第 3 至 4

日即與雌蛾交尾，雖然目前不知雄蛾在幾天

內對性費洛蒙開始反應，但是已知雌、雄成

蟲於羽化後之第 1 至 2 日齡時，不論晝夜均

呈靜止狀態，且其交尾前期平均為 3.8 日，

由此推測於未進入交尾期之 3 至 4 日內，若

將來配合性費洛蒙之研發，即需迅速誘殺剛

羽化之雄蛾方能奏效。另外，雌蛾在羽化後

之第 3 日開始產卵，以第 4 至 6 日為產卵高

峰期。若從田間實際之產卵情形上考慮，可

參考幼蟲以田菁嫩葉飼育在 25 及 28℃、78

及 83%R.H.、12L : 12D 之生長箱中，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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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各為 3至 4日，羽化期平均各為 7.3至 9.7

日估算 (未發表資料)，亦即雌蛾羽化後之第

10 至 14 日，適逢卵孵化期間，此時應為最

佳的防治適期。

　　比較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在室內以人

工飼料或天然食物 (如田菁、豇豆、菜豆) 餵

飼豆莢螟生活史觀察，對於該成蟲之壽命、

活動時間與產卵期及產卵量等生物特性，地

區性差異頗大，此可能因供試作物品種、地

區性之生物與非生物環境因子及人為供試觀

察設備影響有關。又在國內外不同地區該蟲

為害寄主作物種類不一，是否已產生生物小

種或生態小種之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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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e, mating and Oviposition of the Bean Pod Borer,
Maruca vitrata (F.) ( Lepidoptera: Pyralidae)

Chi-Chung Huang*　Depa r tmen t  o f  B i o l o g i c a l  R e s ou r c e ,  Na t i o na l  Ch i a y i  Un i v e r s i t y ,  Cha i y i  6 0 0 ,  T a iwan ,  R .  O .  C .

Wu-Kang Peng　 Depa r tmen t  o f  En t omo l o g y ,  Na t i o n a l  T a iwan  Un i v e r s i t y ,  T a i p e i  1 0 6 ,  T a iwan ,  R .  O .  C .

ABSTRACT

　　Emergence, mating and oviposition of bean pod borers, Maruca vitrata (F.)
were studied in the laboratory. Adults emerged throughout the day; however,
about 55% of females and 31% of males emerged at night. The emergence peaked
at 03:00-05:00 and 13:00-15:00 for females and males, respectively. The sex ratio
was 0.49. The premating, preoviposition and oviposition periods of the female
were 3.8, 4.5 and 3.4 days,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mating frequency occurred
in 3-day-old females. The adults started to mate at 21:00. The mating time
lasted for 44.4±34.3 minutes. A female deposited 11.2±9.7 eggs per day, and laid
67 eggs in her lifespan. The longevity of female and male adults averaged
9.0±2.6 and 7.9±2.0 day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Maruca vitrata, emergence, mating, ovipostion, longevity.


